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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在古代家书方面，王
阳明、曾国藩可谓是两座高峰。

关于科举：不必看重

王阳明和曾国藩之所以能史
上留名，颇有影响，除了他们个人
的努力，其实还得感谢一项古老的
制度：科举制度。王同学和曾同学
对科举的态度又如何呢？

在王阳明的家书里，他的《寄
正宪男手墨》这样寄望于儿子，“科
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
向上，则亦有足喜也。”王阳明于儿
子的期望倒不在科举功名上，在信
中，他认为，读书考取举人进士，并
非他对儿子的期望，只要儿子能够
立志向上，他就觉得很高兴了。

同样，曾国藩对于弟弟和儿子
的期待，也不在考试中进士上。在
1842年，曾国藩尚为京官，在正月
十八他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认为弟
弟们只要能够“发愤自立”，即使没
有在科考场上得志，但也能成为他
曾大哥的帮手，“虽不得科名，亦是
男的大帮手”。在1856年（咸丰六

年）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里这样
说：“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
理之君子”，说得很清楚，就是成为

“读书明理之君子”。
二人的家书一对比，他们对于

子弟的要求很明确：努力提高自身
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考不考功
名倒在其次。

关于修养：为人忌“傲”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
人历来信奉的做人原则，王阳明和
曾国藩的家书里都提到这一点，而
且都把“傲”作为重点防范对象而
来告诫子弟。

王阳明的《书正宪扇》有这么
一段：“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
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
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
能弟。”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
王阳明又谆谆教诲：“汝曹为学，先
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

无独有偶，曾国藩对“傲”也极
为警惕，在道光二十四年写给弟弟
们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
为学，最要虚心。”曾国藩见过一些

颇有才华却不得志者，原因何在？
就在于傲慢蒙蔽了他们的眼光，阻
碍了他们的进步。曾国藩亲眼看
到这些人的傲慢姿态，自己文章

“实亦无过人之处”，但是却心高气
傲。因为傲慢，不肯谦虚求学，最
后把自己的前途也骂完了，“傲气
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
无寸进也”。因此曾国藩在咸丰十
年九月二十三日写给弟弟们的信
中，总结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古今
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这是
传自他的祖父星冈公，他曾对曾国
藩说：“尔若不傲，便好全了。”

可见王阳明和曾国藩都把谦
虚戒傲列为品格修养的头等大事，
只要不傲慢，其他良好品格就会随
之而来。不傲是做人的基础。

关于始发点：重在立志

王阳明从小就重立志，他小
时候听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拉
俘虏，就痛下决心立志，一定学好
兵法，强国强兵，因此，他的志向就
不在科举上。后来王阳明能率兵
平定宁王的内乱，和他早年立志学
兵法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在

《示弟立志说》就提到：“夫学，莫先
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
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

曾国藩也把立志当成人生的
根本和出发点。在道光二十二年
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提到读书之
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志，“盖世
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则断
不甘为下流”，有了志，读书就会求
上进，不会自甘于落后，可见这立
志，也与竞争心理有一定关系。只
要立志，哪怕是在“旷野之地，热闹
之场”，都能精心读书。

来源：北方时报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里，收藏着一根 3 尺多长、密密麻
麻刻满 4 省地名的竹竿，它见证了
支前民工运输的艰辛，成为人民群
众支前的历史缩影。这根竹竿的主
人，就是特等支前功臣、山东省莱阳
市龙旺庄街道西陡山村人唐和恩。

1948 年，淮海战役打响，唐和
恩37岁。解放区人民和民兵在“一
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
下，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不怕流血
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投入到支
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事业中。

唐和恩带头报名参加了支前小
车运输队，编入莱东县陶漳区运输
队，并担任运输队副指导员、党支部
组织委员兼第四小队队长。

临行前，唐和恩向组织保证：
“解放军打到哪，我们就支援到哪；
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运送什么。”
他们和数百万支前群众一起，顶风

冒雨，忍饥耐寒，日夜奔走在支前路
上。遇上阴雨天气，就把蓑衣、棉衣
脱下盖在小推车上，决不让军需物
资受半点损失，不动一粒军粮。遇
到敌机空袭，唐和恩和队员们首先
想到的是设法隐蔽粮车，决不丢下
小车不管。

在一次运粮途中，一条河拦住
了去路。天色已晚，附近又没桥，为
了保证把粮食按时送到，唐和恩与
队员脱掉棉衣，扛起粮包涉水过
河。隆冬季节，河面上结着薄冰，齐
胸深的河水冰冷刺骨，没有一人退
缩。大伙儿刚一上岸，就听到远处
传来敌机的声音，迅速分散隐蔽，直
到敌机飞走，才穿好衣服继续赶路，
终于按时把粮食送到了目的地。

唐和恩从老家出发时，随身带
了一根 3 尺多长的竹竿，白天用来
支车，晚上用来探路。一天休息时，
唐和恩打量着小竹竿心头一亮，要

是把经过的地名都刻在竹竿上，就
可以记下支前都到过什么地方,以
后还可以给后代讲故事。

唐和恩拿出小刀在竹竿上刻下
了第一个地名。此后每到一个地
方，他就在竹竿上刻下一个地名。

解放军势如破竹，支前大军紧
随其后，把弹药、粮食、水还有馒头
等送到前线，送到将士手中。竹竿
上的地名越来越多，不知不觉，密密
麻麻地连成了一片。把地名按地理
位置连接起来就是一条支前路线
图。从老家莱阳万寨乡出发，行程
5000余里，共刻下鲁、豫、苏、皖4省
88个城镇和乡村的名称，先后支援
了济南战役、徐东战役和淮海战役。

这一根小小竹竿，见证了胶东
人民支援前线的光辉历程，也是淮
海战役解放军高歌猛进、国民党军
节节败退的历史见证。

来源：北京日报

一根密密麻麻刻满4省地名的竹竿

王阳明、曾国藩家书比比看：

为人切忌一个为人切忌一个““傲傲””字字

1961年7月1日，电影《红色娘
子军》首映，引起极大反响。影片中
的红色娘子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
1957年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
子军》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红
色娘子军”的称号在全国传开。

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是红色娘
子军的诞生地。上世纪二十年代
末，由于海南省原乐会、琼东两县
（后与万宁县合并为琼海市）妇女解
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加
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
装斗争的不断深入，妇女走上革命
道路已成必然趋势。

1931年，原乐会县苏维埃政府
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公开征召女
子军：“英雄的、经过考验的乐会县
妇女们，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
子并肩作战。”700 多名女青年报
名，经筛选 100 多名女青年被批准
参加红军，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
全连100人，编制3个排、9个班。

1931年6月26日，经过一个多月
练兵的女子军特务连迎来首场战斗
——配合红三团一营伏击沙帽岭。

当时，原乐会苏区以东10公里
的中原镇盘踞着国民党乐会县“剿
共”总指挥陈贵苑和手下民团。为
解除其对苏区的威胁，红三团决定
引诱其进入乐会苏区予以歼灭，女
子军负责正面阻击，诱敌深入。

6 月 27 日，被红军主力撤退假
象迷惑的陈贵苑，率兵从沙帽岭进
犯根据地。这时，分散在沙帽岭下
的部分女子军战士，假装惊恐地喊
叫：“军（敌人）来了，军（敌人）来
了！”边“逃跑”边向敌人开枪。

陈贵苑果然中计，喜出望外地
狂呼：“兄弟们，冲啊！”紧追女子军
的民团被引入伏击圈，一时间沙帽
岭上杀声震天，民团团丁被打得到
处乱窜。一个小时战斗下来，红军
击毙团丁100多人，俘虏70多人，缴
获 146 支长短枪，还有弹药、大米、
鱼虾等物资几十担。从此，“女子
军”的英名威震琼岛。

在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期
间，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
了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
的多个据点，一时名声大震。

1932 年 8 月 5 日，这支部队遭
到国民党正规军“围剿”，喋血马鞍
岭。战斗中，二班的10名姐妹留下
断后，直至弹尽粮绝，全部牺牲。不
久，琼崖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女子军
被迫解体。这支特殊部队仅存在了
不到500天，却参加了50多场战斗，
为琼崖革命斗争史画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世
界革命的典范”。来源：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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